
剪纸心得体会 剪纸的个人心得体会(优
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剪纸心得体会篇一

在一个偏僻的小村里，住着一群穷苦的村民，喜马拉雅姑娘
就是其中的一个。村里人都很喜欢她，因为她是一位正直、
美丽、善良、品德高尚的好姑娘。其实，这个村庄以前并不
穷，而是个富裕文明的地方。可是就在5年前的盛夏，这里却
突如其来的下了特别快的鹅毛大雪，只过了5秒钟，整个村庄
都被覆没了。第二天早晨，雪慢慢融化了，可人们惊奇的发
现，他们辛辛苦苦、一砖一瓦盖建的砖房全都变成了脏乱不
堪的臭茅草屋;他们去种地，刚把种子撒进泥土里，种子就烂
掉了。喜马拉雅姑娘知道，这一切都是雪鬼干的。于是，她
费尽周折，终于在五年后的一天找到了雪鬼，要求他把村子
变回原来的样子。因为雪鬼一心想把喜马拉雅姑娘占为己有，
所以就这样回答她：“当然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你必须
嫁给我。如果你拿到三碗神水，并将村子变回了原样，但
在50分钟内不回到我的身边，那你就会死在原地变成一座雪
山。哈哈哈……”喜马拉雅姑娘狠狠的瞪了一眼正在狞笑的
雪鬼，转身把神水端走了。她跑到村子里最高的山坡上，小
心翼翼的将神水洒到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顷刻间，村子又
恢复了原来的风貌。喜马拉雅姑娘兴奋得将三个神碗摞在一
起，放到自己的帽子上，扭起腰，跳起了欢快的“顶碗
舞。”跳着，跳着，她忘记了时间，五十分钟到了，她像一
朵鲜花凋落了似的，突然倒在了地上，慢慢的，她变成了一
座高耸入云、巍峨挺拔的雪山。



她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因为喜马拉雅姑娘舍
己为人的崇高品德感动了天地之神，天赐予她比天还高;地赐
予她比地还后，所以至今也没有一座山超过她神圣的高度。

剪纸心得体会篇二

剪纸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近期有幸参与了一次中华剪纸的学习活动，深深感受到了
剪纸的魅力和美妙之处。在这次学习中，我不仅学到了剪纸
的技巧，还领悟到了与剪纸艺术相伴的那份宁静与沉思。下
面我将结合个人经历，分享我的心得和体会。

第一段：剪纸的起源与发展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剪纸的起源以及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
历程。剪纸起源于汉代，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
国独具特色的艺术之一。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各自独特的风
格和技巧，如豫剧剪纸、南京剪纸等。剪纸的应用范围也越
来越广泛，包括装饰、礼品、宗教等。

第二段：剪纸的技巧与工艺

中华剪纸以其复杂的纹样和精湛的技艺而闻名，学习剪纸的
过程也是十分有趣的。我从初步的基础剪纸开始学起，先掌
握剪纸刀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再逐渐学习不同的剪纸花样和
构图。在剪纸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准确而灵活地运用剪
刀，如何根据图案的特点有节奏地掌握剪纸的节奏。

第三段：剪纸的意义与内涵

剪纸亦被人们称为“纸上舞剑”，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技艺，
更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剪纸常以中国传统节日、神话
故事和吉祥图案为题材，能够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和情感。
剪纸往往通过寓意深远的纹样，使人感受到一种宁静与平和，



带给人们一份美的享受。

第四段：剪纸的魅力与审美

剪纸的美，不仅仅是图案的美，更是一种对平凡生活中细节
的关注和呈现。在剪纸的学习中，我经常会遇到一些看似简
单的纹样，但其中却蕴藏着深远的内涵。通过掌握剪纸的技
法，我对色彩的运用、线条的勾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培
养了我的对美的审美能力。

第五段：剪纸的启示与反思

不止一次，我在剪纸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与自然、宇宙的连
接。面对纸张，我不再觉得它是平凡的，而是被赋予了灵魂。
剪纸让我审视平凡生活中的美，教我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寻
找内心的宁静。同时，剪纸也让我明白了耐心和细致的重要
性，教会了我珍惜每一次相遇和每一份付出。剪纸是一种独
特的艺术形式，也是我与中华文化接触的一条桥梁。

总结：

通过参与中华剪纸的学习，我不仅仅掌握了剪纸的技巧和工
艺，更领悟到剪纸艺术的意义和内涵。剪纸以其独特的纹样
和工艺魅力，吸引了无数人去探寻其中的美妙。剪纸不仅是
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对生活的关注和理解。在今后的学
习和生活中，我将继续钻研剪纸艺术，将其传承下去，用心
去感受它带来的喜悦与启示。

剪纸心得体会篇三

我家附近有一位剪纸技艺精湛的老婆婆，我常常会放学后去
她那儿看她剪纸。一天，雨下得很大，我只能闷在家中无处
可去。于是，我便带上雨伞去婆婆家里玩。刚到婆婆家楼下，
我便看到婆婆坐在房檐下面专心地剪纸。我轻轻走过去，随



手拿走一张刚剪好的剪纸，细细端祥起来。

只见一头老黄牛正歪着脑袋看着我，它的肌肉一块块地凸显
出来，显得十分健壮，一看就知道是天天帮主人干活的老黄
牛。它的牛角宽大而结实、坚硬，牛角尖而有力地向内弯曲
着，让人看了不由得望而生畏。它的背上坐着一个孩童，大
大的眼睛、黑溜溜的头发，背上还背着一个大草帽，一看就
知道是个贪玩的孩子。他正伸出手臂去拉一个挑着扁担的少
年。看到这儿，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年后，知了扯着嗓子叫得没完没了，似
乎也受不了这样炎热的鬼天气。忽然，无处传来清脆的“嘿
呦、嘿呦”的声音。原来是一个顽皮的孩童，趁着家里大人
睡午觉的时候，偷偷把家里的老黄牛牵了出来玩。他骑上牛
背，拿起一根小树枝，使劲地打着老牛粗粗的脖子，催着老
牛往前走。这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少年正挑着扁担，
顶着烈日吃力地赶路。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滴了下来，他
左摇右晃地走着，时不时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孩童急忙从
牛背上跳下来，去追赶一下那个少年。“你没事儿吧?要不坐
到我的牛背上来休息一下?”男孩热情地问，“我……我没事，
不用了，谢谢你!”少年放下扁担，喘着粗气，说，“看你都
累成这样了，来、来，快来坐一会儿!”孩童一边说着，一边
拉着少年，往老黄牛那儿走。“这……谢谢你呀!”少年有点
不好意思，感激地说。“谢什么。快，先把你的扁担递上
来!”孩童说着，帮忙把扁担提上了牛背，“来，再把你的手
递给我!一、二、三起!”顿时，少年被拉了上来，他定了定
神，擦了擦脸颊上汗珠，在牛背上坐稳了，“你这是要去干
什么呀?”孩童笑着问少年。“我要去镇上卖米，我父亲去世
得早，母亲是个盲人，家里就靠我卖米来维持生计。”孩童
愣住了，他立马拉住少年的手说：“我送你去镇上!”少年眼
中闪过一丝感动和惊喜。“好呀!谢谢你!谢谢你!”这时，老
黄牛欢快地叫了一声，似乎在为少年和孩童之间的友谊所感
动。



想到这儿，我的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我既为孩童的热心所感
动，也为少年小小年纪就要肩负起家庭的重任而心疼。这幅
剪纸已经不单单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还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剪纸心得体会篇四

剪纸作为中国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
文化内涵。在我刚接触剪纸这门艺术之前，我只是抱着一种
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去尝试。然而，在剪纸的世界里，我不仅
感受到了无限的乐趣，还体味到了剪纸所蕴含的深深的情感。
下面我将以五段式的方式，分享我的剪纸感受心得体会。

第一段：探索开始

当我第一次拿起剪纸刀，嘴角自然而然地上扬。通过在杂志
上看到的教程，我尝试剪下一片花瓣。初次尝试时，手法生
疏，刀刀用力过猛。那片花瓣被我剪得七零八落，但我并不
气馁。我重新拿出一张纸，更仔细地观察花瓣的形状和纹理。
尝试再一次，我终于成功地剪出了一个美丽的花瓣，那种成
就感让我感到无比兴奋。从那一刻起，我对剪纸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开始了我与剪纸的探索之旅。

第二段：技艺提高

随着不断的练习和学习，我的剪纸技巧逐渐提高。我学着剪
出不同的形状和图案，不断挑战自己。剪纸的过程需要细致
入微的观察和精确的手法，每一刀每一折都显得非常重要。
在剪纸的过程中，我渐渐学会放慢自己的节奏，专注于手中
的纸和刀，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剪纸的细节上。通过不断的
实践和自我反思，我逐渐在剪纸上找到了一种平静而愉悦的
心境。

第三段：触摸文化的脉络



剪纸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代表之一，每一个剪纸作品都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剪纸艺术以传统题材为主，并结合
具体的地域文化，如中国传统年画、民间故事等。通过剪纸，
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魅力。每一次剪
纸都成为我与中国文化的一次心灵对话，让我感受到传统与
现代的融合，以及传承与创新的精神。

第四段：世间万物的无限魅力

通过剪纸，我渐渐发现世间万物的无限魅力。剪纸能够让我
以双手去感受和创造，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观赏。通过观察花
草树木、动物和人像等，我惊叹于自然界的神秘与奇妙。在
剪纸的世界里，我能够用纸和剪刀将这些美丽的事物展现出
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宇宙。每一次完成的作品，都
让我感到无限的满足和自豪。

第五段：剪纸与生活的连接

剪纸，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我与生活的一种连接。我将
剪纸技巧应用于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如装饰、礼物制作和教
学。我尝试将剪纸的美妙带给更多的人，与他们分享我的剪
纸心得和乐趣。通过与他人交流和互动，我也不断开阔自己
的眼界和视野，学习到更多的剪纸技法和文化背景。剪纸让
我懂得了分享与交流的重要性，也让我更加热爱生活，珍惜
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通过剪纸这门传统手工艺，我收获了远远超出我所想象的东
西。剪纸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内心的寄
托。在剪纸的世界里，我不仅可以在细微的刀法中找到平静，
还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深刻地对话。剪纸带给我对于生
活的热爱和探索欲望，也教会我与他人分享和交流。未来，
我将继续在剪纸的道路上前行，用双手和心灵去感受这个美
妙的世界。



剪纸心得体会篇五

记得我七岁时，妈妈决定给我报一个兴趣班。当时我犹豫了
一下，电视中的一幅画面在我脑海中定格：那就是剪纸。看
那些艺术家们毫不费力剪出来的小动物，我非常喜欢。于是
就立刻告诉妈妈：“我要学剪纸!”妈妈答应了。

跨进学习剪纸的教室，我学习剪纸的生涯就开始了。我的剪
纸老师看起来非常年轻，但是他已经有五年的剪纸经验了。
上课了，老师发给我们两张红纸，说：“红色代表吉利，咱
们先来剪个‘双喜’。”由于这个图形非常简单，我三下两
下的剪完了作品。正端详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接头处断了。
我想是因为当时太“轻敌”了，马马虎虎地剪，结果酿成了
大祸。我赶紧找老师又要了张纸，认认真真地剪起来，剪完
了又查了查，确认没毛病了才坐着等老师验收，第一节课下
来，我感觉自己对剪纸更有兴趣了。同时在以后的几节课上，
我掌握了基本功，而且对这门艺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掌握了基本功，就要学难一点的剪纸了。这就是我们春节家
家户户都能看到的“狮子窗花”了。这可不好剪，尤其是狮
身部分，一环扣一环，令人眼花缭乱。老师叫我们别着急，
先把狮子画出来。说着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已画好的狮子窗
花图片。我对这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师的话深信不疑，拿到
图片就立刻小心翼翼地临摹起来，丝毫不敢马虎。但我还是
画错了，把威风凛凛的狮子画成了鸡，我看着自己的画又好
气又好笑。但我不气馁，终于画成了一头狮子。最后，要进
行最艰难的一步，那就是“剪”。我拿起剪刀，手微微有些
颤抖。此时我的心就像一个调节器，指针已指到最紧张的位
置……老师看见了我的样子，便告诉我不要紧张，要放松。
我做了几下深呼吸，放松下来，开始剪纸。我的双眼盯着花
样，一剪一剪，那剪刀剪纸时发出的轻微的声音像美妙的音
乐，在这美妙的音乐里，剪刀在我手中灵活地飞舞起来，狮
尾，狮腿……最后又把狮身部分的环形一圈圈剪开。终于，
我剪完了。看着手中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基本能看出模样的



剪纸，我高兴极了。我爱剪纸，因为他给了我无穷的快乐;我
爱剪纸，因为它丰富了我的课外生活;我爱剪纸，因为他让我
增长了知识。我感觉世界上处处有艺术，艺术是我们的生活
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我爱艺术，我要让地球上充满艺术的
色彩!


